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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為香港各國家重點實驗室
「穿針引線」協調申請的創新科技
署，助理署長（政策及發展）黃何
詠詩指，國家重點實驗室為回歸後
支持香港科研的重要標誌，亦可令
香港與內地人才、資源互補，促進
雙贏局面；去年各實驗室首次獲批
5年共1.2億元撥款資助，黃何詠詩

透露，創新科技署正計劃倍增資助額，未來將可為每所實驗室每
年提供400萬元研究經費。

黃何詠詩：國家非常認同港工作
現時港校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均要與內地的重點實驗室作夥伴配

對，黃何詠詩表示，香港的優秀科研人才及研究成果，是促成兩
地結成「姊妹」的關鍵，「特別是一些範疇，香港已進行了多年
研究而內地較少涉及，內地便可以將資源投放在香港已有的實驗
室內，研究便更有成效」。
科技部對國家重點實驗室要求嚴格，各實驗室均要接受5年一度

的大型評核，而迄今曾進行評核的港校實驗室都全部過關，充分
反映香港科研人員的高水平，黃何詠詩表示︰「評核報告也反映
出國家非常認同香港這邊的工作，無論在人才水平或研發項目，
都有一定成果。」

新政府設科技通訊局添支持
也因為香港各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成績有目共睹，讓創新科技署

能順利為其爭取經費，黃何詠詩指，去年立法會討論由創新科技
基金向實驗室撥款時，議員態度都很支持，而署方亦正計劃向立
法會爭取增加撥款額，如成功通過，每所實驗室每年獲營運經費
資助將可由200萬元倍增至400萬元。
新一屆特區政府將設立科技及通訊局，重視科技程度進一步提

高，黃何詠詩指，該署會繼續推動科技的工作，並希望能加快香
港與內地在國家重點實驗室，以至官、產、學、研等方面結合的
腳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設立國家重點實
驗室讓香港更能受
惠於國家科研的飛
速發展，無論是科
研經費及協作機
會，都開拓了更廣
闊的發展空間。不

過，香港大學「合成化
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

任、化學系講座教授支志明直言，在內地龐大的
支持下，香港其實更需要自強不息，認清自身角
色加大對科研的投入，心態上亦不能旨意要內地
「提攜」，「要和別人合作做出更好成績，先要不
斷令自己進步，兩方旗鼓相當；只 眼於對方的
金錢或研究經費，不是真正的合作，只算是『拿
數』。」

支志明是第一位及唯一一位獲得國家科學最高
級別「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香港學者，而連
同他在內，香港「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
要研究人員共包括3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堪稱香港
最為「人強馬壯」領域之一。上世紀90年代他開
始與內地科研學術界結緣，見證其科研發展，進
步之快香港難望其項背，言談間他亦不掩當中的
驚嘆︰「與10多年前相比，內地科研轉變得很厲
害，水平高、儀器好、經費多，而且與國際接
軌，追求卓越。」

頒獎港人 證思維開放
支志明又指，內地科研及學術單位具宏觀視野

及開放態度，即使是過去10年多次從缺、罕有的
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亦毫不猶豫頒發給香港
人，對提升科研發展非常有利，「論社會制度內

地可能較保守，但如果看科研思維，一定比香港
更加開放」。

優勢明顯 促增加投入
在港設置國家重點實驗室，為兩地科研協作

提供了平台，支志明覺得，國家已給予香港應
有「名份」，「只可惜我們自己不支持，政策
及資源配合又不足，根本未發揮到香港的能
力。」他直言，部分學術界人士及決策者都在
妄自菲薄，只求「內地造盃，香港造托底的那
隻碟」，在龐大的資源及科研項目沾上一邊便
於願足矣，欠缺「自強」的心，「香港一直華
洋雜處、百花齊放，又有國際級科研人才，只
要肯大力投放資源，自己做得更好，必能與國
家科研一同提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與內地學術科研緊密聯繫，在國家科技部的協調批准下，本地5所大學先後設立12所「國

家重點實驗室」，為港校科研打下「強心針」，也讓香港這片彈丸之地擁有了傲視全國

的頭銜。回歸15年兩地科研協作飛躍進步，香港文匯報特意走訪香港多位主

理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頂尖學者，他們認為，實驗室為港高校帶來「國家級」

名譽與認同，也藉這個新平台打通兩地科研脈絡；而同一時

間，香港整體社會更需要自強不息，開放對科研的視野

及態度，才能鞏固自身的高水平，並結合內地

優勢，擔當國家科研的先鋒，甚至

引領成「東方文藝復興」

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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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志明：勿盼提攜港應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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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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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中醫中
藥研究所所長梁秉
中及其研究團隊於
2009年獲准成立
「植物化學與西部
植物資源持續利用
國 家 重 點 實 驗

室」，他認為，近年香
港科研雖然穩步上升，

但讓港校參與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才算是制度
上的真正突破。梁秉中又以中藥研究作為例子，
去說明香港於兩地科研協作下的角色：在全盤西
化以及傳統保守路線之間「殺」出一條新路，探
究改良古方為中藥現代化賦予生命，運用香港從

西方習得的科學精神，將傳統中國文化承傳下
去。

與昆明植研所結成夥伴
梁秉中表示，團隊就該實驗室的成立醞釀了兩

三年時間，積極努力爭取，為的就是與國家級頂
尖科研機構合作，「與我們當夥伴的中國科學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已有70多年的歷史，成就世界
聞名、裡面有豐富的植物化學小分子資料，對我
們做中藥的應用研究來說非常重要！」
中大及昆明兩地的研究所其實在早期已開展合

作關係，但在國家科技部協調下結盟為夥伴實驗
室，梁秉中強調那有 截然不同的意義，「雖然
現在初成立，一切都在探索，但我認為這會成就

雙贏。香港可以從昆明取得珍貴科研材料，並對
一些昆明的特產植物進行研究；昆明那邊亦可在
純植物分析的研究之外，補上植物藥用價值這方
面的應用研究成果」。

港科研態度有助「中庸」
除了雙方補足各自科研發展外，梁秉中認為，

香港科研態度及角色，亦有助內地在兩極的中藥
發展中取得「中庸之道」，「內地對發展中藥主要
有兩大流派，一是全盤西化變成西藥；一是堅持
古法不接受改動。我們認為要取個平衡點，希望
研發補充劑，在保留傳統之餘作出改良，讓中藥
更有現代化應用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梁秉中：中西結合古方新生

篇研科

港高校12所國家重點實驗室
實驗室名稱 所屬院校 成立年份

新發傳染性疾病 港大 2004年

國家重點實驗室

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港大 2005年

華南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中大 2006年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中大 2008年

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 城大 2008年

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 中大 2009年

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分子神經科學 科大 2009年

國家重點實驗室

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 城大 2009年

超精密加工技術 理大 2009年

國家重點實驗室

肝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港大 2010年

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港大(中大參與) 2010年

手性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理大(浸大參與) 2010年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香港獲納入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體系，除因為
具備頂尖科研水平外，也與回歸後社會發展時
勢不無關係。2003年沙士疫症席捲各地，香港
大學管軼和袁國勇的研究團隊，成功破解病毒
源頭，為當時香港、內地以至世界撥開恐慌的
迷霧，也促成香港第一所國家級的科研單位，
在2004年破天荒獲准成立「新發傳染性疾病國

家重點實驗室」，為兩地科研互動揭開全新一頁。

專家合作 追蹤拆解病毒
禽流感、沙士、甲型H1N1流感在過去10多年間多

次爆發，港大「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
兩位主任管軼與袁國勇及其團隊一次又一次成功追
蹤及拆解相關病毒，為及時控制疫情上立下大功。
其中2003年沙士疫症深深困擾香港及內地社會，他
們率先在果子狸身上發現病毒，為人類認識及掌握
這種殺傷力強的未知疾病奠下重要基礎。管軼憶
述︰「當時我們的研究資料比內地還多；後來到
2004年1月，控制住沙士第二次疫情危機之後，國家
就馬上同意讓我們成立國家重點實驗室，讓我們專
注這個範疇研究下去。」

同聲同氣 建合作平台
雖然回歸後，香地與內地的科研交流與合作已明

顯進步，以管軼的話說，就是「一家人了，說話更
方便，交流也好一點」，但香港首次設立國家重點實
驗室，還是有標誌性意義。就此袁國勇解釋道︰
「成立這個實驗室，同時更是建立起兩地合作的平
台，提高了研究團隊在國家層面的認受性。」被國
家認可後，研究團隊在收集內地的動物資料，作病
毒分析數據時，亦比以往容易得多。袁國勇認為，
這亦同時為香港科研團隊帶來啟發，知道與內地合
作的新路向，為科研創造更大空間。至後來，香港
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逐步增至今日的12所。

超越界限 利數據互通
作為先行者，他們的創舉並不止於此。去年他們

在深圳設立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室，越過深圳河的界
限，進一步爭取與內地合作的機會。管軼形容，在
深圳設分室是為了有效整合兩地優勢，「在特區政
府去年決定每年提供200萬元資助之前，我們都要自
己找經費；在內地設分室有利爭取國家科研經費，
也可直接整理在內地收集到的數據，再轉到香港進
一步分析。」

願當先鋒 超西方發展
優秀的表現，當然獲得不少外國院校或研究機構

青睞，管軼不諱言，曾有人希望用銀彈攻勢將其收
歸旗下，但自己卻毫不動心，「我為甚麼要去替其
他國家做研究？我只想貢獻香港、貢獻國家」。
另一邊廂，袁國勇也對國家的科研發展，及香港

從中能發揮的力量充滿盼望，「西方過去400年的科
技發展勝於我們；現在中國已急起直追，我希望香
港可以成為國家發展科研路上的先鋒，最終成就出
『東方文藝復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管軼袁國勇團隊
解沙士病毒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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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志明教授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攝

■黃何詠詩助理署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歐陽文倩攝

■回歸15年來，兩地科研協作飛躍進步，在

港設立國家重點實驗室，不但為港高校帶來

「國家級」的名譽與認同，也藉這個新平台打

通兩地科研脈絡。 資料圖片

■梁秉中所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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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軼主任 香港

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袁國勇主任 香港

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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